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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春福主编的《药学概论(第3版)》以药学的二级学科为基础进行分章，包括绪论，中药、生药与天然
药物化学，药物化学，药理学，药物分析学，药剂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与生物制药，药事管理学
。
对药学各学科的历史沿革、学科范畴、基本概念、研究领域及方法、发展前沿等问题做了概要阐述，
为专业教育奠定基础，培养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兴趣，增强职业意识和使命感。

《药学概论(第3版)》适用于药学类院校各专业的教学，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普及药学知识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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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受体的基本概念与特性受体是指首先能识别周围环境中某种微量化学物质（
如药物、递质、激素），并能与之结合传递信息，引起相应的药理效应的细胞成分，它是存在于细胞
膜、细胞浆内或细胞核上的大分子蛋白质（或糖蛋白）。
受体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形成并遗传下来，在体内有特定的分布点。
配体是可以与受体特异性结合的物质，机体存在着许多可以与受体特异性结合的生理功能调节物质，
这些都是内源性配体，它们一般是神经递质、激素或自体活性物质，能对相应的受体起激动作用，并
引起特定的生理效应（兴奋或抑制）。
而能与受体特异性结合的外源性物质也称为外源性配体。
配体也称第一信使。
受体分子能准确识别其配体及化学结构类似的药物，且有高度立体特异性。
其分子只占细胞的极微小一部分，但由于和配体的高度亲和力，某些药物在10—8～10—12 mol／L时
就能引起可以观察到的生理效应。
这一高度生理活性是由微量的药物一受体复合物激活的一系列生物化学反应所完成的，包括环磷酸腺
苷（cAMP）、环磷酸鸟苷（cGMP）等第二信使的参与，称为生物放大系统。
酶的逐级激活或抑制也可形成生物放大系统。
 受体数目有限，故有饱和性。
在药物作用上反映为最大效应和竞争性拮抗作用。
药物与受体结合多数是通过离子键、氢键或分子间引力，因此是可逆性的。
少数通过共价键结合则作用比较持久。
药物与受体的关系虽和底物与酶的关系相似，但药物不被受体破坏。
受体是复合蛋白质分子，受体蛋白质也有降解灭活过程，因此受体数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受到许多
内外因素影响。
切除神经后对相应递质反应敏感化现象就是受体增多的现象。
一般，长期应用激动药可使相应受体数目减少，这种现象叫做向下调节，是耐受性产生的原因。
长期应用拮抗药则产生相反的效应，即向上调节，是突然停药时反跳现象的原因之一。
许多生理与病理因素也影响某些受体的数量，这是对药物高敏或耐受的原因。
 2.作用于受体后的信号转导 内源性配体或者药物与受体结合后，是如何产生效应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可称之为级联反应。
首先在细胞内经过多级转导过程，将信号逐级放大，并传递到细胞的效应系统，最后激活效应系统而
产生相应的效应。
这个过程中细胞内的信号转导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1）G蛋白又称为GTP结合蛋白，为膜蛋白的一种，为受体与胞内效应器的偶联体。
G蛋白可以通过调节腺苷酸环化酶（AC）的活性、介导肌醇磷脂的降解、调节钙离子通道而实现细胞
内信号转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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